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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视角下介入留守儿童心理辅导的实践与探索 
许晓洁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515078）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也走上了快车道。城市建设对于工人的需求量激增，大量农村劳动人口在经济
利益的驱使下，进入城市，成为了一名“农民工”。而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年龄较小的子女无法跟随父母进入城市完成自身的受教
育义务，“留守儿童”成为新经济体系下农村日常生活的常态。“留守儿童”在监护人无法有效监管的前提下，其心理健康问题日
益严重，对留守儿童自身成长造成不利影响，这一问题成为社会工作中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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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孩子都是民族的希望，对于其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社会各阶层都表示出强烈的关切。这其中，留守儿童因缺少父母双
方的爱护与心理层面教育，导致大部分留守儿童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心理问题。如何有效解决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建立起完备的留守
儿童心理健康辅导机制，成为现阶段社会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1.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的具体反映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具体反映在其性格特质方面。留守儿童

性格上普遍具有自卑、胆小、敏感的特质，其根源在于留守儿童成
长过程中缺少来自于父母的陪伴与监管。在父母不在身边的情况
下，留守儿童被迫过早独立生活，时常受到部分人的欺辱与歧视，
使得留守儿童形成自卑、胆小、敏感的性格。这种性格特质使得留
守儿童更加容易在集体中独立，而集体的孤立又加重留守儿童性格
上的自卑、胆小与敏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久而久之，留守儿
童就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对任何事物都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不
愿意与他人进行交流，甚至是一些恶劣事件。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
性格问题正逐渐成为社会整体发展的不稳定因素。 

2.当前就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社会工作应对举措 
2.1 社区工作上高度关注，节假日与学校开展学生课外活动与

慰问活动 
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出现，缺乏与他人的友好交流是其中十分

重要的一个原因。留守儿童在独立生活中，当见到其他孩子能够享
有父母的陪伴与关爱，内心里极容易产生一种父母对其漠不关心的
错误观念，进而导致留守儿童性格上的极度自卑。针对这一点，社
会工作部门与学校积极协同，开展了一系列的课外活动，让留守儿
童积极融入集体中，享受来自集体的关爱。例如在节假日期间，留
守儿童所在辖区的相关部门与学校协同开展留守儿童的慰问活动，
例如为留守儿童精心准备节日礼品，组织留守儿童集体观影活动
等。二者合力，使留守儿童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爱，切实维护留
守儿童心理健康。 

2.2 积极配合学校方面，帮助建立教师与留守儿童“一对一”
的帮扶体系 

对于留守儿童而言，缺少父母的关爱与陪伴是留守儿童心理问
题出现的根源。而这一举措正是基于此点形成的措施。学校将每个
留守儿童的档案登记造册，在结合留守儿童资料的基础上，为每一
个孩子挑选一位固定的教师作为“家长”，承担起留守儿童学习生
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孩子父母外地务工期间的实际监护人。教师在
这一过程中，积极与留守儿童进行交流，了解其心理动态，从源头
预防有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切实维护留守儿童心理的健康，帮助
其顺利成长。然而，这一措施也有其不可忽视的致命问题，那就是
在面对数量众多的留守儿童时，师资力量严重缺乏，使得一对一帮
扶战略无法做到对于留守儿童的全面覆盖。针对这一情况，相关负
责部门要积极协助学校，组织人力，加入到学校的一对一帮扶战略
的具体执行，使得每一个留守儿童都能得到专人专门的心理辅导。
并且在实践过程中，积极向学校“取经”，以完善自身对于留守儿
童的关爱陪伴及有关心理健康的辅导，切实帮助一对一帮扶战略的
施行。 

2.3 全方位关心帮助留守儿童，展开跨区域合作，全面维护儿
童心理健康 

当留守儿童的父母在外务工期间，留守儿童就读的学校成为孩
子们事实上的“家”。为了能够使得留守儿童充分感受到“家”的
温暖，学校积极承担起了“家”的重任，在学习与生活等诸多方面
关照留守儿童，为留守儿童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尤其是当留守儿
童出现生病、情绪波动时，学校充分给予留守儿童关爱，慰问关心
留守儿童，使其成长过程中不再是独自一人，帮助留守儿童形成乐
观开朗的性格，避免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然而，对于留守儿童
而言，他们最为渴望的还是来自于父母的关心与陪伴，而学校由于
自身的特性，无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这时，就需要从社会工作层
面寻求突破。面对这一问题，留守儿童所在辖区的社区单位高度重
视，而留守儿童父母工作地区单位也表示关切。两地相关部门密切
沟通，通力合作，充分把握留守儿童与父母都方便的时间点，安排
尽可能多的时间组织留守儿童与其父母的线下见面，让孩子们感受
到来自父母的关爱，也方便父母更为确切的了解孩子学习生活情
况。 

3.社会工作与学校工作协同在维护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方面
的成效 

在维护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进行切实有效留守儿童心理辅导的
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部门与学校通力合作，结合各自结构组织特
性与留守儿童实际面临的心理问题制定了一系列的针对性计划。在
工作过程中，充分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组织优势，使得各项工作有
序顺利开展，在这场维护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战役”中取得了重
大战果，切实的解决了现今出现的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同时，为之
后留守儿童其他问题的解决工作提供了先进经验与理论指导。 

结束语：目前，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
关切，如何解决留守儿童心理问题，对留守儿童进行切实有效的心
理辅导，成为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解决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实
践中，社会工作部分充分与学校结合，并且就自身工作职能上的便
利，开展了一系列关于留守儿童心理问题辅导的具体工作，取得了
十分丰硕的成果，有力的解决了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与
此同时，在社会工作中，应随时注意留守儿童自身具体情况，对于
现行工作及时做出优化改进，以便更好解决留守儿童出现的心理问
题，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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